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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2025”从未停歇

2017年6月，宁波材料所召开领导班子调整宣布
大会，崔平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材料所所长及党
委书记一职。崔平在大会上发表了声情并茂的离任感
言。正当人们为崔平的离开感到意外时，她出任宁波
诺丁汉大学副校长，并担任李达三首席教授。

2018年5月，宁波“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推
介会在北京举行。推介会明确提出，力争用5年时
间，攻克200个左右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推出100个
左右战略性创新产品，形成若干个特色技术链条，催
生带动一批千亿级、百亿级产业……

“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是一个经过严格而缜
密的“算法”形成的科学攀高路径，基本厘清了宁波
制造业的技术需求，为饱受“技术制约之痛”的甬企
明确了技术供给的方向。崔平，正是这套“算法”的
领衔者，并担任“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专家委员
会主任。

“当时接到这样的任务，我也很担心，毕竟科技创
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知道效果如何。不过，推动
宁波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是很有必要的。”
崔平说。

“宁波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从要素、投资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型的风口，科技创新已经从1.0跟踪模仿阶
段、2.0产品应用端集成创新阶段，逐步向3.0关键核
心原创+并跑领跑阶段迈进的关口，亟需加快布局一批
产业化关键核心技术和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崔平解
释，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件事对宁波很重要，她没有
迟疑就接受了这份任务。“眼下的宁波正处于在自主创
新、打造硬科技的爬坡过坎阶段。”

要通过这个重大专项，将上下游产业都带起来，
在宁波产业经济的关键领域都实现自主创新，是崔平
对这一“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的直觉认识。

宁波是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这是宁波发展的
优势所在，也是“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专家委员
会所有成员的苦恼所在——科技争投，投向哪里？是
面面俱到还是点上突破？立足宁波制造业基础的科技
创新，究竟该怎么搞？

从2017年开始，一场针对宁波的产业、企业“摸
家底式”调查紧锣密鼓地展开——编制专家工作组累
计征集了来自宁波企业的1500多个技术需求项目。

科 技 先 行 ， 创 新 驱
动，是宁波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路上一个法宝。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 、
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航
天智慧科技城等科技平台
的建设成效显著。

“最强大脑”的虹吸效
应同样显著，城市创新主
体也在加速集聚。全面升
级“3315计划”“泛3315计
划”和“3315 资本引才计
划 ” 等 引 才 体 系 。 截 至
2020年6月，全市人才总量
达到263.1万人，在甬全职
海 内 外 院 士 累 计 达 到 23
名，其中两院院士 12 名。
全市 69 家研究院已聚集各
类人才超过3万名，其中研
发人员占比超过70%。

科技投入成效愈发明
显。建立集天使投资、科
技 信 贷 风 险 池 、 专 利 保
险、上市融资等支持科技
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多元化
融资体系。2019 年全市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2.8
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创业创新生态日臻完
善。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打造技术交易
运营平台。开展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改革
试点，构建“创业苗圃-孵
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
创业孵化链条，年均新增
超10万家创业企业。

CC
随后，包括14名专家委员会

专家在内的百名专家又分组调研
600 多家代表性企业与科研机
构，最终梳理出了200多个难题。

经过多轮意见征求，总计接
收专家评审建议和征求意见百余
条。编制专家组在充分吸收专家
建议的基础上，结合宁波实际，
进一步修改完善重大专项，凝练
专项内容，将原先提出的13个专
项整合为首批8个专项。

“从目前公布的首批8个专项
来看，切合宁波实际又与世界接
轨。”崔平特别强调“与世界接
轨”。“宁波出口贸易发达，很多
企业都是与世界大品牌做配套
的，产业布局必须面向世界，有
前瞻性。这些专项实施到位，起
码能做到国内引领，有助于宁波
单项冠军的培育壮大。”

随着“科技创新2025”重大
专项正式启动，接下来就是把事
做扎实。“实施方案具有较强的前
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要
见实效必须一步步落实好，要经
得起检验。”崔平说。

“感觉这些年，宁波科技前行
的步子明显加快了。”崔平在感到
欣慰之余，还提出她的看法——
宁波应继续大力发展临港工业及
港口贸易。

与此同时，为加快经济转
型，宁波全面推进“两创”倍增
计划，通过传统产业的内部创
新，光电一体化、新材料、电子
信息、医疗设备等高新技术领域
获得了长足发展。

调研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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